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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是一个地区产业升级的

主要抓手，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后劲所

在。 为重现火红年代、重振包头雄风、重

塑九原荣光，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九原区上下紧紧围绕包头市“四基

地两中心一高地一体系”建设，精准谋

划九原区产业布局，扎实开展“顶格招

商、精准招商、全员招商”工作。

2022 年 1—10 月， 九原区积极围

绕 12 条招商产业链和 52 个“一业一

策”三年行动计划，突出招大引强、招新

引优，累计对接深圳费特森、上海氢通

等企业 362 家，就年产 30 万吨磷酸

铁锂及年产 6 万吨锂盐项目、 迪尚

医疗防护生产等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119 项，协议投资额 1451.74 亿元，落地

注册 103 家，其中，世界 500 强 4 个，中

国 500 强 5 个，民营 500 强 8 个，上市

公司 14 个，实现了招商引资“质”“量”

双提升。

“保姆式”服务“提”速“暖”心

筑巢好引凤，劲风好扬帆。 面对错

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一刻不停引项

目，一着不让争项目，一贯到底推项目，

九原区的招商引资工作逆势跑出“加速

度”。

环境就是生产力， 服务就是竞争

力。 2022 年以来，九原区成立了由九原

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九原区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任

十二个产业链招商工作组组长，既亲自

“挂帅”又亲自“出征”，坚持亲自研究、

亲自拜访、亲自谈判、亲自落实，全面铺

开招商引资工作。 同时，建立健全招商

跟踪对接服务工作机制，秉承“谁签约、

谁跟踪、谁负责”原则，为投资者提供周

到、贴心、优质的“保姆式”服务。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十二个产业链招商工

作组外出招商 111 次， 本地招商 829

次。“走出去”赴北京、上海等地区对接

唐山海泰、深圳费特森、潍坊天恩能源

等企业 46 家，占对接总数 12.71%，“请

进来”对接山东奥扬新能源科技、海卓

动力(青岛)能源科技等企业 301 家，占

对接总数 83.15%。

紧盯优势靶向“聚”大“链”强

引进一个项目， 培育一个龙头，聚

集多个项目，形成一条产业链……九原

区围绕一二三产重点领域，对照产业链

招商图谱，有针对性地“无链建链”“有

链强链”“断链补链”“短链延链”， 形成

上下游配套、 竞争优势突出的产业集

群。

坚持培育龙头企业， 以商引商，积

极吸附上下游生产、服务性企业与之配

套，把现有盘子做大、链条做长、品质做

优。 锚定神华、光威、明拓等重点企业及

其周边供应链， 针对性进行招商引资，

提升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激发产业集

聚“链”式效应。

内蒙古光威碳纤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绍桓在碳纤维产业化项目签约、落

地、建设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了包头

市和九原区政府亲商、安商、敬商的诚

意和行动，体会到这座城市一往无前的

拼劲和攻坚克难的韧劲。“下一步，我们

将立足自身优势，力争将碳纤维产业链

条上的其他应用端项目逐步引入包头，

壮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构筑产

业集群，为包头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

创新招商方式 “保”质“吸”金

百舸争流千帆竞， 乘风破浪需创

新。 九原区始终坚持把招商引资工作作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

不断创新招商思路、方式，让招商引资

“强磁场”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

2022 年初，举办九原区 2022 年重

大项目建设暨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与

36 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协议金额达

172 亿元。

聘请 10 名“招商大使”，发挥知名

企业和知名人士的渠道资源优势，精

准、高效、高质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截至

2022 年 11 月初已与奥扬、海卓、瀚海

三家企业签订投资协议，成功推荐绿色

产业科技园和数字科技产业园区落地。

开展“线上招商”，通过互联网，积

极利用微信、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等方

式对接洽谈， 抓紧推动在谈项目签约。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网络视频”对接

迪尚防护服生产加工基地项目、氢通新

能源项目等企业 15 家， 占对接总数

4.14%。

2022 年，九原区以招商引资“组合

拳”，擘画出了产业发展“新蓝图”。

击鼓催征，奋楫扬帆。 九原区将继

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秉持“拼”的精神、“闯”的劲头、

“干”的作风，迈开步子“爱包头、作贡

献”，进一步优化招商服务，强化招商引

资举措，创新招商方式，营造浓厚招商

氛围，奋力开启现代化中心城区建设新

征程， 为推动包头经济高质量发展、再

创包头辉煌贡献九原力量。 王佳妮

今年以来， 锡林郭勒盟各重点项目

施工单位克服困难，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全力以赴保运

转、保生产，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

设任务。

在锡林浩特市胜利一号露天煤矿

选煤系统项目地面选煤工程现场，各种

大型机械正协同作业，工人们有条不紊

地进行设备吊装、搭设、焊接、组装等工

序。

胜利一号露天煤矿选煤系统项目

于今年 4 月开工建设，主要包括风选车

间、矸石仓、胶带机系统及辅助设施的

建设，目前建筑主体已完成施工，正在

有序推进设施组建、安装等环节。

11 月 4 日，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

项目建设动员大会在锡林浩特举行。 该

项目的正式启动建设，意味着祖国北疆

百万草原人民“坐动车进北京”的美好

愿望即将变为现实，这是锡林郭勒盟铁

路建设史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

件大事喜事，也是锡林郭勒盟为庆祝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一份特殊献礼。

太锡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和铁路“十四五”发展规划项目。 该铁

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境内， 南起崇礼铁路太子城站，

其中锡林郭勒盟段线路正线全长 260

公里，计划总投资 127 亿元，建设工期

预计 3.5 年，共设太仆寺旗、正蓝旗、桑

根达来北、锡林浩特 4 个客运站。 目前，

初步设计已全线获得批复，锡林浩特市

至桑根达来站外部供电工程、锡林浩特

火车站附属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三

电”迁改正在开展招标;铁路线路建设

及站房建设项目即将进入招标阶段，

2023 年 4 月全线开工。 计划 2023 年年

底前，先行开通锡林浩特市至呼和浩特

市客运动车组列车。

11 月 1 日 11 时 58 分，随着北方辉

斯高风场 H45 风机并网，华能北方上都

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项目首批 57 台总

容量 26.5 万千瓦风电机组全部投产发

电。

项目从 10 月 31 日开始陆续并网，

包括了正蓝旗北方卓伦、北方辉斯高和

多伦县的北方多伦、北方西山湾共 4 个风

场，累计实现日发电量 880.45 兆瓦时。

上都百万千万级风电基地项目是

我国首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之一

和我国首个风火储能打捆外送的大型

能源基地项目。 该项目开创了全国“风

火储”打捆外送、能源转型的先河，如期

实现首批风机并网发电，将为华北地区

电力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大气污染防

治发挥重要作用，对推动锡林郭勒盟地

区能源产业转型，筑牢我国北疆绿色生

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项目一期工

程是锡林郭勒盟交通行业政府投资较

大的重点项目。 项目总投资 1.88 亿，该

工程新建 10.5 万平方米机坪，改善现有

机坪不足，为将来增加更多通往其它城

市航线航班打好基础。

目前该工程已经完成施工和监理

招标挂网， 预计 2023 年 11 月完工。

2022 年，锡林郭勒盟实施自治区级重大

项目 150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338 亿

元。 4 月 15 日项目全部开复工建设，截

至 10 月 30 日， 已完成投资 328 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97%。

来源：奔腾融媒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可位于赤峰

市喀喇沁旗锦山镇的赤峰宏福现代农

业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却是一片火热

繁忙景象，大型机械往来穿梭，平整土

地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而这样的热闹

繁忙还需从今年 4 月 16 日的一次考察

说起。

4 月 16 日，喀喇沁旗委书记房瑞带

领党政领导班子一同考察了位于乌兰

察布市的宏福现代农业产业园，优质的

项目、先进的理念当即引得一行人充分

赞同。 随即一场“头脑风暴”在喀喇沁旗

展开，喀喇沁旗素有“中国番茄之乡”的

美誉，但为何六万亩番茄却只能走大宗

批发?答案是没有品牌。

一个多月后，宏福农业执行总裁胡

君来到喀喇沁旗实地考察，对喀喇沁旗

的营商环境、地理区位及自然种植环境

等各方面的优势条件表示肯定。6 月份，

房瑞带队再次前往宏福农业总部对接

项目事宜，经过一番洽谈，7 月 26 日，宏

福农业正式举行签约仪式，9 月份正式

开工。

“这是据我所知喀喇沁旗农牧业方

面从招商引资到项目落地的最快速度，

投资 50 亿元的赤峰宏福现代农业产业

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蒙东地区农文旅

融合的典范，同时，这对壮大喀喇沁番

茄产业来说是个绝好的契机。 ”喀喇沁

旗农牧业局局长王现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 房瑞说：“为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

喀喇沁旗组建了 21 个招商专班和小分

队不间断开展招商，出台了农牧业产业

发展 23 条、 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10 条、

文旅融合发展 14 条等系列优惠奖励政

策，下大力气推动放管服改革，对每一

个在建项目和运营企业都配备了包联

领导、项目管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优

质的服务。 ”

内蒙古明岳高端氟新材料产业园

便是率先体验到项目管家服务的企业

之一， 也是喀喇沁旗今年的“飞地”项

目。 内蒙古明岳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昌国对这项服务连连称赞：“项目自 7

月份开工以来，经过近 4 个月的各个单

体同步施工、同步建设，整体项目各单

体已经完成了 70%的进度。我们预计明

年 7 月份具备单机调试试车条件，8 月

份正式投产。 这中间离不开喀喇沁旗项

目管家和高新区的大力支持。 ”总投资

40 亿元的明岳氟新材料项目和总投资

7 亿元的赤峰川联矿物质硫酸生产饲料

级磷酸盐项目， 充分延长了铜产业链

条，赤峰云铜产值近 300 亿元。

在喀喇沁旗各界共同努力下，喀喇

沁的招商引资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和喜

人成绩。 2022 年喀喇沁旗列入市级调

度的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35 个，总

投资 103.66 亿元，2022 年计划完成投

资 33.83 亿元，截至 10 月 31 日，前期

手续共 315 项，已办结 315 项，手续办

结率 100%。 开复工项目 35 个，开复工

率 100%。 完成投资 36.08 亿元，投资完

成率 106.66%。

今年，受疫情

及国际环境等因

素影响，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 喀喇沁

旗迎难而上，坚持

聚焦发展第一要

务不动摇，综合分

析研判区位优势、

生态资源、产业基

础等条件，梳理明

晰全旗重点发展

壮大 9 大主导产

业和林业经济优

势产业。

喀喇沁旗农

畜产品加工园中，

内蒙古九牧合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2020

年以来，喀喇沁旗以内蒙古九牧合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的屠宰加工项目为主体，

投入资金 3.2 亿元， 年出栏肉鸭 3500

万只，年产值达到 14.1 亿元。 目前肉鸭

全产业链已经形成闭环， 产值达 50 亿

元。 而同样异军突起的还有喀喇沁旗的

林业经济，目前总产值已经达到了 12.5

亿元。

基于喀喇沁旗底蕴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房瑞设定了

“清新喀喇沁 健康生态游” 的文旅发展

方向，重点打造了 6 大核心景区，其中

总投资 15 亿元的马鞍山文化旅游教育

研学基地和总投资 1.25 亿元的王爷府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正在加紧施工，

玉龙川、美林谷、山戎部落及亚太森林

组织多功能基地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成功创建了“自治区全域旅游示范

区”，年接待游客达到了 117 万人次，综

合收入达到 10 亿元，“清新喀喇沁健康

生态游”“舌尖上的喀喇沁”等品牌全面

叫响。

针对喀喇沁旗没有规模化产业园

区现状，喀喇沁旗谋划搭建了现代农业

产业园，和美、锦山两个产城融合示范

区，农畜产品加工园，赤峰新材料产业

园和赤峰新型建材产业园等“一农二融

三工”6 个平台载体。

据喀喇沁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郭浩然介绍：“喀喇沁旗正在积极

谋划储备 2023 年重点项目， 成熟一个

入库一个， 同时重点谋划各产业类项

目，形成以产业促投资的良性循环。 截

至目前， 梳理入库项目 58 个， 总投资

305 亿元，2023 年计划完成投资 98.63

亿元。 ”

“蓄势起航再出发。 明年，我们将根

据上级政策和后期产业发展实际情况

适时调整现有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产

业发展奖补政策。 持续完善项目管家制

度，实现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 厚植

一方热土，造福一方百姓，我们必将全

力将喀喇沁打造成产业福地、 政策洼

地。 ”房瑞表示。 王丽超 王安琪

黄澄澄的玉米铺满院落、 堆成小

山，村民常迎春和妻子刘焕梅正忙着给

玉米倒堆，通过晾晒降低玉米籽粒含水

率。 看着满院的玉米，常迎春喜上眉梢，

“60 亩地收了 11 万斤玉米， 平均亩产

1800 多斤，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

常迎春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

花吐古拉镇三家子村的村民。 村里原来

到处是盐碱地，“白花花一片， 光长苗，

不长棒，遇水就涝，天热就旱”，这是过

去大家种玉米的生动写照。“产量低、效

益差，大家都不愿意种地。 ”他说。

科左中旗位于西辽河平原区，苏打

盐碱化耕地面积达 193.7 万亩， 分布广

泛。 这些耕地，土壤盐分重、碱化度高、

肥力低，农作物保苗难、生长慢、产量

低。“玉米平均亩产仅400斤到800斤，由

于收入低， 一些苏打盐碱化严重的地块

长期撂荒。 ”科左中旗苏打盐碱化耕地

改良试点示范项目科技组组长王伟说。

2020 年， 科左中旗联合国内有关

科研单位实施“2 万亩苏打盐碱化耕地

改良工程”，三家子村的 6700 亩盐碱地

从此获得新生。

“经多次试验和分析， 我们选用脱

硫石膏、过磷酸钙、微生物菌剂、有机

肥、腐熟牛粪等多个改良技术，分别可

以起到改良酸碱度、 提升有机质含量、

增加渗透性等作用。 ”王伟说，由于各地

苏打盐碱化耕地的情况不同，单一技术

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他们针对不同区域

的土壤环境，把上述技术中的三至五项

综合打包应用，效果逐年显现。

3 年来，经过工程、农艺、生物、化学

等综合改良手段，科左中旗 2 万亩苏打

盐碱化耕地改良项目成效日渐显著。 三

家子村今年 6700 亩盐碱地改良地块的

平均亩产已达 1750 斤， 比改良前增加

了约 1000 斤。

随着盐碱滩变成丰产田，三家子村

也发生了变化。 往年的秋收时节，村里

田间地头少见忙碌景象，更罕见丰收的

喜悦。 如今，收割机、打捆机在农田穿

梭作业的轰鸣声， 村民们在自家院

子倒堆晾晒玉米时欢快的聊天声 ，

已经成了村里秋收的“主旋律”，大

家自发改良苏打盐碱化耕地的积极性

也被激发出来。

村民杜永吉家有 120 亩耕地，其中

40 亩位于项目区。“今年的差别真是太

大了，没改良的地块也就亩产 700 斤左

右，改良的地块亩产能达到 1600 斤。 ”

杜永吉说， 他打算明年把剩余的 80 亩

“孬地”也改成“良田”。

杜永吉不怕自己改不好， 因为在

“农牧民课堂” 上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解

答问题。“农牧民课堂”是 2020 年秋季，

由科左中旗盐碱化耕地改良试点示范

项目专家组设立的。

专家们经常来到村里给大家讲解

盐碱地改良、玉米种植的技术问题。“到

今年，‘农牧民课堂’已经办了 14 期。 专

家们用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让广

大村民们带着问题来、带着方法走。 ”王

伟说。

苏打盐碱化耕地改良项目给村民

带去了技术， 也送去了科学种田方法。

常迎春坦言，大家以前浇地都是大水漫

灌，不仅费水，也无益于改良土壤。“项

目区里都是浅埋滴灌，成本低、节水多，

盐碱沉积也少，现在大家也都跟着用上

了这项技术，省水省肥还增产。 ”他说。

目前，科左中旗 2 万亩苏打盐碱化

耕地改良试点示范项目已经完成。 科左

中旗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主

要种植玉米，预计今年粮食产量达 64.4

亿斤，比去年增加 1.7 亿斤。

司凤祥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服务

意识，建立良好警民关系，赤峰市宁城

县天义铁西派出所着力强化“四种意

识”，进一步规范民警理性、平和、文明

执法的行为，打造一支为民、亲民、爱民

的公安队伍。

一是强化政治意识。 始终牢记“巩

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

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民警重

大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坚定不移地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

卫者，永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二是强化宗旨意识。 把群众的呼声

作为第一需要，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

考虑， 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自

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虚心向广大

人民群众学习， 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

在警民互动中，真正建立起鱼水情深的

和谐警民关系。

三是强化法治意识。 始终坚持“公”

字当头，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维护

法律尊严。 以过硬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

平， 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执法权

力，真正做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四是强化自律意识。 树牢拒腐防变

思想防线，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严于律

己、廉洁从警，以廉洁奉公的实际行动

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誉、信任和支持。

白景东

包头市九原区：

招商引资汇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丰

小雪，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20 个

节气，又是冬季第 2 个节气。 这个节气

是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率较高的时

节。 小雪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

俗语云：“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小

雪腌菜，主要是北方腌咸菜和渍酸菜。

在内蒙古，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

便开始到蔬菜批发市场买菜，准备腌制

咸菜。 总之，是当地产什么，腌什么，当

地种什么，就吃什么。 比如巴彦淖尔盟

的红腌菜十分出名，腌制后晒干，吃起

来又筋又韧，特别有嚼劲。

赤峰人也非常爱吃咸菜，赤峰人吃

早餐的时候，桌上要摆好几样咸菜。 顾

客评价赤峰饭馆的好坏，其中一个必要

条件就是咸菜的品种多不多，味道好不

好。

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巴彦淖尔等地还有一种叫烂腌菜的菜

品。 烂腌菜以酸为主，原材料主要有圆

白菜、芋头、白萝卜等，除了圆白菜很难

与其他几种菜共处外，其他的则可以单

独腌制。 如需讲究其口感更丰富、视觉

更诱人再佐以胡萝卜、芥菜、芹菜做辅，

加入鲜蒜、红辣椒、胡椒粒、鲜姜可增其

味鲜色美。

腌烂腌菜的季节主要在深秋，农历

的九月份后， 地里的庄稼都已归仓入

库。 同时，人们把那些杂种在田间地头

的蔬菜也采摘回来，将最好的一部分挑

拣出来准备腌烂腌菜，剩下的喂猪、羊。

腌制烂腌菜时，把选好的新鲜食材

洗净切碎，再加入自己喜好的辅料和佐

料搅拌在一起。 然后把这些菜分成若干

次放入腌菜的缸或坛子里，每放置一次

要撒一定量的专用腌制盐，多少全凭感

觉和经验。 盛满了烂腌菜的器物，还需

准备一块

足够分量

的压菜石

压在食材

的最上面，

最后盖好

盖子等待

发酵。

烂腌

菜的腌制

很有讲究，

即使主料、

辅料、佐料

都一样，两个人腌制出来的菜品味道也

不同。 这在农村人口中叫做“手法”。 有

的人家腌制的菜酸爽有度， 经久耐放；

有的腌制成一瓮软绵无骨菜， 更有甚

者，腌的菜慢慢变臭了，只能倒掉。

自家腌的菜品虽然很少出现在宴

会上，但在日常生活和招待亲朋好友的

餐桌上却很受人欢迎。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村里的烂腌

菜种类也很多，哪家的菜品丰富就证明

哪家的日子过得好，当然这也只是村里

人的说法。

小雪腌菜：腌出有滋味的烟火日子

锡林郭勒盟：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 2022年已完成投资 3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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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左中旗：科技助力耕地改良 盐碱滩变身丰产田

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铁西派出所

强化“四种意识” 提升服务质量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建项目

赤峰宏福现代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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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北方上都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项目


